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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劇本形式呈現的 「西安事變」

彭 衍 博

民國二十五年發生的 「西安事變」為中國現代政治史的一大轉折點 ,以往

限於政治忌諱與資料貧乏 ,始終給人一種黑幕重重 ,模糊不清的面貌 。近年來

政治逐漸開放 ,兩岸交流頻繁 ,新史料不斷湧現 ,對 「西安事變」的描述與詮

釋 日益明朗 。

這部劇本的彙撰編寫 ,曾參考專書 、回憶錄約二十餘種 (詳如徵引書目),

希望應用於歷史教學時 ,除提供事實描述外 ,還能重建歷史場景 ,讓教學更為

生動活潑 ,而且引人入勝 ,達到歷史教育的目標 。

針對爭議未定的幾個疑點 ,也在充分證據的支持下 ,在這部劇本裡作出合

理的推論 ,嘗試初步的學術性探討 。如張學良確實一人掌控主導 「西安事變」

的全局走向 ,楊虎城則居於輔助附庸的地位 ,至於共產國際與中共所扮演的角

色及影響並不顯著 ;再如宋美齡 、宋子文代表蔣介石與張學良談判 ,雖未簽字

接受張學良所提出之主張 ,但宋氏兄妹肯定在蔣介石的授意之下 ,作出口頭承

諾 。

.這部劇本共有七幕 ,以發動事變的張學良為核心 ,鋪陳描繪張學良與週邊

重要人物 ,如蔣介石 、楊虎城的恩怨情仇關係 。這部劇本對時代背景 、政軍情

勢清楚交代 ,對劇中個別人物的性格明顯刻劃 ,內容通俗易解 ,戲劇張力強 ,

曾於民國八十五年於台灣師大公演 ,演出時間約三十分鐘 。若作為一般教材使

用 ,可將劇本對 白自然融入教學講述之中 ,劇 中內容可資討論之處甚多 ,定可

提昇教學水準 。

張學良確實是一位讓人感動的血性漢子 ,誠如他的自白 ,發動事變的動機

很簡單 ,希望集合全國之力 ,共同來報國仇家恨 。無奈壯志難酬 ,張學良與蔣

介石無法溝通 ,情急之下才出此下策 ,直到近年他仍舊表示 ,改成今 日還是維

持初衷 。事變的尾聲也令人噓唏不已 ,張學良的一時衝動 ,影響此後的民國政

局甚鉅 ,而他 自己則被限制行動幾至終身 ,數年前才得以移居海外 ;楊虎城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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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職並遭軟禁 ,大陸撤守前全家被滅口殺害 。

一毒 B日 ,溺橋 〔西安往臨潼道上 )。 1936.12.9

◎西安各級學校數千名師生遊行隊伍向蔣委員長臨潼行轅行進 。

◎遊行群眾 (以十名代表 )手裡拿 「發揚一二 一 九學生愛國運動精神 」
l,

「有血性的中國人槍 口對外」 ,「 反對內戰 、一致抗 日」 ,「擁護東北軍援

綏抗 日 、打回老家去」等標語 。

群眾 (齊聲高唱 ):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

那裡有森林 、煤礦

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梁

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

那裡有我的同胞

還有那衰老的爹娘

「九 一 一八」 、 「九 一 一八」

在那悲慘的時候

離開了我的家鄉

拋棄那無盡的寶藏

流浪 流浪

整 日地在關內流浪

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

哪年哪月才能收回那無盡的寶藏         .
爹娘啊 ,爹娘啊 !

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
2。

◎當天稍早憲兵為鎮壓遊行隊伍 ,在西安槍殺一名學生 。蔣介石已下令 ,若群

眾不聽制止 ,繼續朝行轅接近 ,則格殺勿論 。

◎西北剿匪總部副司令張學良為避免群眾無辜流血 ,趕往阻止 。

群眾 (呼口號 ):嚴懲槍殺學生的兇手 9

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!

東北軍打回老家去 !

群眾之一 (對張高喊 ):張副司令 ,你的家鄉淪亡五年了 。

你忘記你的祖宗墳墓還在那裡嗎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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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忘記是誰害死你的父親了嗎 ?

群眾之二 (對張高喊 ):張副司令 ,國家民族的命運掌握在你們軍人手裡 。現

在眼看著華北也快被 「日本小鼻子」併吞了 ,為什麼

你們不去抵抗日本侵略 ,還要不停地打內戰 。

張學良 (眼角流出眼水 ,情緒頗為激動 ):

同胞們 ,我張學良的想法和大夥兒是一樣的 ,我沒有忘記家鄉 ,也沒有

忘記祖宗墳墓 ,更沒有忘記 「小 日本」加在我們身上的國仇家恨 。你們

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 。「停止內戰 ,共同抗日」 ,是我們一致的願望 ,

我的槍絕不打 自己人 ,我張學良的最後一滴血要流在抗 日的戰場上 。

(高舉握緊的右拲 )臨潼不能去 ,各位的意見 ,我一定會全部轉達給蔣

委員長 。

群眾之三 :抗 日救國不怕流血犧牲 !

群眾之四 :交 出殘忍的殺人兇手 !

群眾之五 :打倒 日本帝國主義 ,收回東三省 !

張學良 (提高音量 ):

同胞們 ,請相信我 ,我保證大夥兒的要求在一星期之內一定可以獲得實

現 。現在請各位先回家 ,不要再往前走了 。

◎群眾逐漸安靜 ,不再鼓噪 ,紛紛掉頭返回西安 。

二存 s日 ,臨潼行轅 (華清池 〕。1936.12.9

張學良 :(向蔣介石舉手敬禮 ,蔣點頭答禮 )報告委員長 ,今天遊行的學生要

求我懲處殺害學生的憲兵 。

蔣介石 :漢卿 (張學良的字 ),這都是你平日縱容這些學生的後果 ,你讓他們

鬧到我跟前來了 。國家不能放任這些目無法紀 ,破壞秩序的暴民 ,憲

兵是按照我的命令在執行任務 ,你要辦人辦我好了 。(蔣介石沒什麼

好口氣地對張學良說話 )

◎張學良一臉無奈 ,沉默不語 ,恭敬地站在蔣介石面前 。

蔣介石 :我平日教導你 ,領袖就是父母 。現在有人侮辱你的父母 ,侮辱我 ,你

不但不保護領袖 ,反倒替暴民說話 ,你到底站在哪一邊 。 (語氣嚴厲 )

張學良 :報告委員長 ,遊行的學生還要我帶領東北軍去打日本人 ,教我不要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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剿共打內戰了 。

蔣介石 :「 攘外必先安內」 ,這是我決定的國策 。消滅了赤匪這心腹大患 ,國

家才能全力抵抗 日本 。眼看赤匪即將肅清 ,漢卿 ,為什麼你不能堅持

這最後五分鐘 。           .
張學良 :從民國十八年以來 ,國家名義上是統一了 ,但是內戰一直沒停過 ,實

際上還是分裂的 ,給 日本侵略我國 ,從中取利的機會 。委員長為什麼

要讓 「親者痛」 ,而 「仇者快」呢 ?更何況我當初以整個東三省服從

中央領導 ,及 「中原大戰」率兵入關平亂 ,目 的便是希望我國能全體

團結 ,一起對抗 日本 。沒想到今天不但家鄉給丟了 ,還帶頭打內戰 。

蔣介石 (怒氣沖天 ):到底是我要聽你的命令 ,還是你要聽我的命令 ?我是一

國領袖 ,全軍統帥 .。 我叫你向東 ,你便要向東 ;我叫你去死 ,你便得

去死 。你若是不願繼續剿共 ,把陝西讓出來 ,東北軍調到南方去 ,我

派中央軍進來打 。 (蔣介石搖頭 )唉 !(嘆氣 )漢卿 ,你實在太令我

失望了 。

◎張學良一臉茫然 ,不再答腔 ,向蔣介石敬禮後退出 。

三存 :夜 ,西安新城犬樓 (楊虎城公館 〕 。1936.12.1U

張學良 :虎城 ,昨兒個我向委員長進諫 ,讓我帶領東北軍去抗日 ,又被他臭罵

了一頓 ,還說要把東北軍調往南方 。唉 !我看再這樣下去 ,要收復東

北恐怕是遙遙無期囉 !(無精打采地癱坐在椅上 )

楊虎城 :副司令 ,我早跟你講過 ,委員長是個死不回頭的人 。為了剿匪 ,我的

十七路軍一下子被打掉三個旅 ,你的東北軍更慘 ,被紅軍殲滅了三個

師 。委員長不但不給恢復部隊建制 .連戰死弟兄的撫恤金也不發 ,我

看他這根本就是 「一箭雙鵰」的陰謀 ,想讓我們跟紅軍一起同歸於盡。

張學良 :嗯 ,我如果連東北軍的這點本錢都輸光了 ,那 真的是完全沒有前途了。

楊虎城 :副司令 ,照我們前幾天所商定的計劃 ,把委員長扣起來吧 ,先發制人

才能爭取主動 ,創造有利的態勢 。

張學良 :委員長已決定於十二 日下全面剿匪令 ,那麼事不宜遲 ,我們就確定十

二 日凌晨洞陸洞洞發動 ,照計劃我派兵去 「請」委員長過來 。虎城 ,

你的人馬同步行動 ,把西安控制住 ,我也把東北軍從剿匪前線調 回

來 ,與你的十七路軍一同鞏衛西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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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虎城 :副司令 ,沒問題 ,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。

張學良 :這回我真是把腦袋掛在腰帶上 ,狠下心來幹了 。虎城 ,你放心 ,他 日

若有差錯 ,我一個人全擔了 ,絕不會連累到你 。

楊虎城 :副司令 ,你怎麼這樣說 。我們今天完全是被 「逼上梁山」 ,不得已才

出此下策 。我們一不為地盤 ,二不為權位 ,純粹是為了保存國家民族

的命脈 ,以備 日後抵抗 日本侵略之用 ,我楊虎城絕對與副司令同生

死 ,共進退 。

◎張學良伸出右手緊握楊虎城的右手 ,四 目對望 ,兩人皆不禁激動起來 。

四存 :日 ,西安新城犬樓 。1936.12.12

◎蔣介石被送到新城大樓安置 ,折騰了一個上午 ,顯得疲憊不堪 ,背脊也摔

傷 ,半躺在床上痛若呻吟 ,身上仍著沾滿泥污的古銅色睡袍與白色睡褲 。

◎楊虎城的警衛營營長宋文梅時刻不離地在旁戒護 。

◎張學良著整齊軍服 ,頭戴大盤帽 ,前來探視蔣介石 。

張學良 :委員長受驚了 。 (恭敬地站在蔣介石面前鞠躬問好 )

蔣介石 :我不同叛逆說話 。 (頭偏向另一邊 ,不看張學良 )

張學良 :我們希望委員長能調整 「攘外必先安內」的政策 ,不要再打內戰 ,立

即團結抗 日 。

蔣介石 :我同叛逆沒什麼可說的 ,(頭轉向張學良 ,怒 目而視 )你若仍舊當我

是長官 ,便立刻送我到洛陽 ,不然就把我當作俘虜 ,馬上槍斃掉 。你

要知道 ,我是一國之領袖 ,全軍之統帥 ,我的人格就代表全國四萬萬

人民的人格 ,我的人格是不能受到絲毫侮辱的 。

張學良 :委員長為什麼這麼固執呢 ?只要委員長同意停止內戰 ,團結抗日 ,球

們仍然擁戴委員長作我們的領袖 。

蔣介石 :即刻送我回洛陽 ,其他的事免談 。

張學良 :委員長就是太專制了 ,完全不接納屬下的意見 ,那就請委員長在這裡

好好考慮 ,漢卿告退了 。(朝蔣介司一鞠躬 )

蔣介石 :哼 !(伸手一揚 ,一臉不悅 )

五專 :日 ,西安新城犬樓 。1936.12.22

◎朱子文偕宋美齡從南京前來西安 ,準備與張學良 、楊虎城展開談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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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介石 :美齡 (見到宋美齡 ,內心覺得感動 ,流下眼淚 ),我不要妳來這個危

險的地方 ,妳終究還是來了 。 (聲音哽咽 ,從床上坐起 )

宋美齡 :(坐在床沿 )Darling,我來看你的呀 ,你的傷好得怎麼樣了 ?

蔣介石 :已經好很多了 ,漢
9●I每天派醫生來給我治療 。

宋美齡 :等我們回到南京 ,我再請上海的西醫幫你看 ,現在當務之急 ,便是救

你離開西安 。

蔣介石 :我今天正好讀到 《聖經 .耶利米書》第三十一章 ,上面提到 「耶和華

在地上做了一件新事 ,就是女子護衛男子」 ,美齡 ,妳能來西安真是

太好了 ,我的心中現在覺得寬慰多了 。

宋美齡 :我待會兒便找漢卿來 ,試探他的態度 ,並且瞭解這裡的情況 ,(對站

立一旁的宋子文說 )明兒個由子文同他們談判和平解決的條件 。 (宋

子文點頭 )

蔣介石 :他們向我提出要改組國民政府人事 ,召開全國性的救國會議等條件 ,

你們跟他們談談細節間題 .我就不直接跟他們談了 。還有 ,絕對不簽

任何書面形式的文件 。 (雙眼露出精悍銳利的目光 )

宋美齡 :是的 ,我們瞭解 。 (宋子文也點頭稱是 )

六毒 :日 ,西安金家巷張學良公館 。1936.12.25

楊虎城 :副司令 ,我覺得口說無憑 ,我們只得到宋氏兄妹的口頭保證 ,萬一委

員長回南京之後翻臉不認帳怎麼辦 ?最好還是簽個文件 ,或者要求委

員長在西安電台向全國人民廣播 。

張學良 :虎城 ,我想委員長已經同意停止內戰 ,一致抗 日 ,我們這次行動的目

的達到了 ,事情可以到此為止了 。如果一定要強迫他心不甘 ,j清不願

的簽下文件 ,弄不好以後照樣是會被推翻掉的 ,就暫且相信他的為人

吧
3。

我還要親 自送他回南京 ,給他作足面子 ,恢復他的威信 。

楊虎城 :副司令 ,這不妥當吧 。

張學良 :我想委員長不至於會為難我 。

楊虎城 :那副司令不在西安的時候 ,東北軍怎麼辦 ?

張學良 :我想我這趟過去約三 、五天就回來 ,萬一有什麼事故發生 ,麻煩虎城

您為代我料理一切 。 (楊虎城正欲張口表示意見 )另外 ,委員長留在

西安 ,拖延太久 ,恐怕夜長夢多 ,如果挑起更大的變亂 ,那我就更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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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起全國人民了 。所以 ,我決定今天下午就讓他離開西安
4。 (楊虎

城見張學良心意已決 ,未再作聲 )

七幕 8日 ,南京高等軍事法庭 。1936.12.31

◎張學良由宋子文陪同進入審判庭受審 ,軍事委員會高等軍事法庭特別為張學

良在審判席前設一受審席位 。

◎審判席上端坐三人 ,中間為審判長李烈鈞 ,左右兩人為審判官朱培德與鹿鍾

麟 。 (張 、李 、朱 、鹿四人均著陸軍上將軍服 )

李烈鈞 :張學良 ,你為什麼要劫持蔣委員長 ?

張學良 :(站起來回答 )為了實現團結禦侮 ,抗 日救國的要求 。

李烈鈞 :你以暴行脅迫最高統帥有沒有受人指使 ?

張學良 :這件事完全由我一個人所決定 ,我願意承擔所有的責任 。我有一句話

想問審判長 ,不知道可不可以 9

李烈鈞

張學良

李烈鈞

張學良

李烈鈞

張學良

可以 。

民國二年審判長是不是在江西起兵討伐袁世凱
5?

是的 。

是不是為了反對袁世凱的專斷獨裁 ?

沒錯 。

我在西安的所作所為也是希望蔣委員長能反省改正 ,不要那麼專斷獨

裁 。

李烈鈞 :你胡說 (臉紅氣喘 )。 蔣委員長人格高尚 ,功業偉大 ,怎麼能和袁世

凱相提並論 。你自己作孽 ,不 自我檢討 ,還要怪罪別人 。 (氣氛緊張 )

◎鹿鍾麟見狀 ,請審判長退庭休息五分鐘 ,稍後再審 。

李烈鈞 :你在西安的舉動 ,目 的究竟何在 ?是否有反對政府 ,危害民國的意

圖 ?你要從實招供 ,否則對你不利 。

張學良 :我的動機很單純 ,不是為了地盤或金錢 ,只求蔣委員長接受我 「停止

內戰 ,一致抗 日」的主張 。我認為我的主張是正確的 ,完全符合全體

國人的期望 。

◎李烈鈞宣佈退庭 ,十分鐘之後宣判 。

李烈鈞 (宣讀判決書 ):本案被告張學良首謀夥黨 ,對上官暴行脅迫 ,根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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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陸海空軍刑法》 ,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,褫奪公權五年。又根據國民

政府委員會決議 ,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 ,但仍交軍事委

員會嚴加管東。退庭 !

(本文作者為台北市中正國中歷史教師 )

1 指前一年東北流亡關內軍人 、學生在北京的請願遊行 。

2 〈松花江上 )歌詞 。

3 日後國民政府雖然 「田結」抗日,但政治改革未實現 。

4張學良當時雖與中共頗有接觸 ,中 共也想籍張之力扭轉劣勢 ,但共產國際封張始終

缺乏信心 9認定彼此意識形態差距太大 ,絕無合作之可能 ,中共必須接受共產國際

之訓令 。 .
5 指 「二次革命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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